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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墙体材料改革 助力“两美”嘉兴建设

据统计，嘉兴市曾有粘土砖瓦窑377座，历史最高年产量为70亿标砖，耗粘土约1000万立方米，相当于5000亩耕地被平均挖深3米。多少年来，传统制砖业严重吞食着嘉兴宝贵的、不可再生的粘土资源。

墙体材料改革，就是要改革沿用几千年的“秦砖汉瓦”——粘土砖，通过发展、推广新型墙体材料，达到保护耕地、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综合利用资源、改善建筑使用功能的目的。

新型墙体材料，是指以非粘土为原料生产的，具有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约土地和能源等特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墙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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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行业整治，关停粘土砖瓦窑

为贯彻执行保护耕地、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1999 年，嘉兴市率先在全省开展粘

土砖瓦行业整治工作。至“十一五”期末，全市粘土砖瓦窑从 377 座下降至 59 座，产能

从 90 亿标砖下降至 31.8 亿标砖。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的意见》和《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嘉兴市实施“两退两进”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若干意见》精神，2013年，经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通过，嘉兴再次率全省之先出

台《嘉兴市粘土砖瓦窑关停淘汰行动方案》，下达四年内关停全部粘土砖瓦窑的目标任

务。

根据统一部署，各地围绕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工作责任，

细化工作措施，扎实推进粘土砖瓦窑关停工作。各级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建立联合执

法工作机制，加强对粘土砖瓦窑企业依法用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降耗、劳动保

障、依法纳税和产品质量、生产应用等方面的执法力度，通过工业企业绩效评价机制对

粘土砖瓦窑企业实施用地、用电、用水等差别化价格政策，充分发挥差别化价格机制在

关停粘土砖瓦窑工作中的作用，限制粘土砖瓦窑生存空间，倒逼粘土砖瓦窑关停。为

保障关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市财政下达了关停粘土砖瓦窑工作补助资金720万

元，各地积极落实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制定补偿方案，落实补助资金，妥善解决关停

工作中涉及的资产补偿和职工安置等问题，使关停粘土砖瓦窑工作进展顺利，达到预

期目标。海宁市、平湖市和南湖区都提前完成了关停粘土砖瓦窑工作。

“十二五”期间，嘉兴市共关停粘土砖瓦窑 51 座，关停比例 86.44%，淘汰落后产能

27.45亿标砖，腾退低效用地 5274亩。2015年粘土砖产量 2.62 亿标砖，比“十一五”末

期下降 82.52%，生产比例下降 33.89 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和省政府下达

关停粘土砖瓦窑的目标任务。2016 年，全市最后 8 座粘土砖瓦窑列入关停计划，目前

已进入签订关停协议和企业资产评估阶段，按要求将于春节前实施关停。

控增量提存量，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控增量提存量，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关停粘土砖瓦窑有效地遏制了粘土砖的生产和应用，使新墙材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低水平重复建设依然存在，显现出新墙材产业层次不高、部份企

业工艺装备落后、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部分产品产能过剩等问题。同时受劳动力供给

紧张、就业渠道多元化的影响，劳动强度较大的墙材企业招工难、留人难、用工成本不

断上升等问题制约了行业的发展，传统的靠人工操作的生产方式也制约了行业整体水

平的提升。

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十二五”期间，全市墙改系统以“提高增量水

平、提升存量质量”为目标，努力推进新墙材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暂

停对产能过剩产品项目的审批，制止盲目扩建与低水平重复建设，重点培育发展工

艺装备技术先进、利废量大、产品符合建筑业发展方向的骨干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充分发挥新墙材专项基金的调控作用，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实施“机器换人”，提

高企业装备集约化和自动化程度；落实政策法规，加大“低小散”企业整治力度，淘汰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工艺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符合建筑市场需求的落后生产能

力。

通过“发展一批、提升一批、淘汰一批”工作的实施，使新墙材产业结构得到了优

化，产品种类更加丰富，产品结构日趋合理，产能过剩逐步改善，行业整体水平有了明

显提升。全市4家企业获评为浙江省新墙材龙头企业，浙江索纳塔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成为全省新墙材行业内首家新三板上市企业。

从城市到农村，加大新墙材推广力度

从《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的颁布到《浙江省城市城区建设工程全面推广使

用新型墙体材料工作实施方案》的实施，墙体材料改革在生产领域完成了从粘土砖到新

墙材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应用领域完成了从“禁实”到“限粘”再到“禁粘”的跨跃。在城市

城区全面完成“禁粘”目标的同时，新墙材推广应用的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

“秦砖汉瓦”几千年，影响根深蒂固，粘土砖依然是农村建筑中墙体材料的首选。

改变传统观念，是开展农村“推新”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嘉善县开展了“致农户的

一封信”活动，向全县 5000 个农户家庭宣传墙体材料改革政策，介绍新墙材产品和性

能；海宁市举办农村泥工木匠新墙材应用技术培训班；组织开展新墙材企业“一帮二”

结对农户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农户等形式，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做一家一户

弃粘推新工作，打消农户使用新墙材顾虑，为开展农村“推新”工作宣传造势。同时，各

地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工作为契机，以统一规划、集中建

设、政府补助的农户拆迁安置房项目为突破口，出台专项资金扶持政策，积极开展农村

新墙材应用试点。

通过宣传引导、试点示范、资金扶持等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农村新墙材应用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十二五”期间，全市完成农村新墙材建筑应用试点 6389 户，建筑

面积 120.64 万平方米。2015 年，秀洲区沙河景园被评为浙江省农村新墙材应用示范

项目，并与平湖文丰花苑、海盐凤起小区申报并通过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业部节能

砖与农村节能建筑市场转化项目验收，三个项目所在村和项目使用新墙材的生产企业

分别被授予“节能建筑推广村”和“节能砖生产推广企业”称号，为新墙材在农村建筑中

的应用起到了积极地示范作用。

资源综合利用，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各类废弃物大量排放和堆存占用宝贵土

地、污染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另一方面城乡建设发展对建材产品需求急剧增加，资源

环境的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充分发挥新墙材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利废的特性，开展废

弃物资源化处理利用，更好地服务于“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政府中心工作，是新墙

材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嘉兴市新墙材行业不断加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研发与投入，加快发展以建筑（装修）垃圾、工业废渣、河道淤泥、煤矸石等废弃物为

原料的新墙材产品，努力在墙材行业践行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

断。

浙江中悦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积极配合当地政府部门，通过科技、工艺与装

备的优化组合，实现以河道淤泥、造纸污泥、粉煤灰和煤矸石为原材料全废料生产，生

产过程开展尾气达标治理，实现利废、治废、达标排放的有机结合。企业年处理各类废

弃物 20 万吨，造纸污泥生产烧结保温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产品通过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验收，在行业内发挥了积极有效地示范与引领

作用。

桐乡市同德墙体建材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大学合作，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利用废弃物制砖的研发，在同行中率先开展管桩余浆、生活垃圾焚烧

炉渣、建筑垃圾、装修垃圾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年处理各类废弃物 18 万吨。企业

拥有工艺发明专利 2 项，省科研成果 3 项，并获得全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基

地、浙江省工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浙江省绿色企业和浙江省新墙材龙头企业等诸

多荣誉。

通过政策的引导和示范企业的引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新墙材行业发展迅

速，不仅有效缓解了原材料资源约束，也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二五”

期间，嘉兴市新墙材产量 146 亿块标砖，节约土地 1 万亩，节能 90 万吨标煤，减少废

气排放 227 万吨，综合利用废弃资源 2500 万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

益。

充满挑战与希望的“十三五”已经开局，嘉兴市墙体材料改革工作将继续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围绕政府中心工作，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建筑、节约土地、资源综合利用为目的，引导墙材产业向绿色发

展和智能制造升级，推动墙体材料改革，助力“两美”嘉兴建设。

嘉兴市墙体材料改革工作以贯彻落实《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为主线，把控墙体材料生产、应用两个环节，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从城市

到农村，加大新墙材推广力度和应用空间；引导行业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稳步推进墙体材料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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